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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旅途 刘德昌

●
走近记忆 龚鹏飞

黄梅季节的天，难得与太阳照面。
我和来自浙江天台的一位老战友，

坐在第18层新居的阳台上。他在茗品
自个带来的西湖龙井茶，浓浓的茶香，
飘逸在整个小区；我戴着老花眼镜，“拜
读”自己撰写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新
作，纯属孤芳自赏。总的来说，此时此刻
的我们，完全陶醉在叶剑英元帅“老夫
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情
画意中。而更为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对
面第24层的一家阳台上，悬挂着一条
如火似血的红色丝巾，微风中，红丝巾
正在不分上下、左右地飘荡，给人予静
中有动的感受。

不过，大自然可从来不讲什么人情味。随着远方
传来几个沉闷的雷声，这梅雨和夏风，说来也就来了。
这风和雨不算挺大，置身在数十米高的阳台上，我们
依然觉得这只不过是和风细雨罢了。倒是眼前突然发
生的一幕，足使我们叹为观止：对面阳台上的那条红
丝巾，在风雨中骤然飘落、旋转、沉浮，最后身不由己
地停落在一颗广玉兰的树梢上。

从阳台上俯瞰，脚下大小不等、种类繁多的树木
和草坪，形成了一个绿色的世界。那棵高大的广玉兰，
犹如一座由绿宝石堆彻的宝塔，以鹤立鸡群之势，傲
挺在林带的中央；而那条丝巾，恰似盛开在广玉兰树
上的一朵红花，娇艳夺目，犹如一幅万绿丛中一点红
的油画，给人予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

在部队时，我的这位老战友，就是个无风也得弄
出三丈浪的家伙。面对眼下的这幅“油画”，他说：“我
们不妨以这条红丝巾、这棵广玉兰为由头，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或亲目所睹的事实，每人说一个段子，谁胜，
晚上奖喝3杯‘天之蓝’。”我没加多大思索说：“当年我
参军，戴上了如红丝巾一样鲜红的帽徽、领章，穿上了
如广玉兰一样绿的军装，因为没有当上将军，现在又
回到了绿色的广玉兰树下。”对此，老战友的评价是：
形象，但并不生动。接着，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
讲了一个故事，以求引证：“红花须得绿叶扶”的道理。

“退伍回乡后上了大学就读新闻系，毕业后分配
到《台州日报》当记者。从此，就与一位被同行称作‘老
编’的编辑，成了莫逆之交，得到了使我终身难忘的帮
助。别的不说，就说我在省、市和全国年度新闻性好稿
评选中，所获奖的40多篇作品，哪一篇不是经过老编
精心修改后才得以发表、送评的啊。这些获奖作品，让
我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评上了副高职称，工资也加
了2级，可谓名利双收。完全可以这么说，假如我是一
朵‘红花’，那么，老编就是一片‘绿叶’。值得一提的
是，受到老编扶助，得益匪浅的，绝然不是我一个。30
多年来，报社的好多中层干部，在老编的支持下，被调
进了党政领导机关；络绎不绝的后来者，在老编的悉
心指教下出了名，有的还被选聘为国家公务员。唯有
老编，至今依然在编辑的岗位上为人做嫁衣、给人戴
红花……”

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高兴地手舞足蹈，那是因
为，我是一名退休记者，怎能不为有老编这样优秀的
同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正为这个故事的真实、生
动、感人，所以今晚的3杯“天之蓝”酒，非我老战友莫
属。这对我来说，也算是喜获双丰收了。

谈笑之际，风和雨说停也就停了。但是那条红丝
巾，却依然还在广玉兰树上晃动，显得十分无奈和悲
伤。谁来拯救这朵可怜的“红花”？这是我所担心的问
题。老战友奉劝说，别急，有其广玉兰，何愁红丝巾没
有好去处。

说笑间，太阳也露出了笑脸，展现在我们头顶上
的是白云和蓝天。随着一阵清脆的铃声从远处传来，
我们看到一群鸽子，在小区的上空绕飞、兜圈，最后停
落在那棵高大的广玉兰树上，其中的那只头鸽，轻轻
地衔起那条红丝巾后，率领群鸽起飞，在小区上空揽
起一条红色的缎带，最后飞停在对面24层的那个阳
台上……

当晚，我的老战友被“奖”得蒙头大睡到天亮，我
写了这篇拙文，以此表达对红花、对绿叶、对鸽子，尤
其是对那位老编的敬意。

●
星期诗汇

雨点雨点，，敲打我的心房敲打我的心房
张士达

入梅前后入梅前后
老天爷太伤悲老天爷太伤悲，，甚至有些失常甚至有些失常
总是暗暗哭泣总是暗暗哭泣，，或放声嚎啕或放声嚎啕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谁都劝不住谁都劝不住

仿佛一下子迷失于黄梅雨季仿佛一下子迷失于黄梅雨季

透过一重重雨帘透过一重重雨帘，，远处天连着地远处天连着地
地连着天地连着天，，天地之间一片灰蒙蒙天地之间一片灰蒙蒙

近处近处，，雨点砸在树叶上雨点砸在树叶上
砸在玉米砸在玉米，，茄子茄子，，青椒叶上青椒叶上
叶子低垂叶子低垂，，它们无力反抗它们无力反抗
我倚在门旁我倚在门旁，，却爱莫能助却爱莫能助
任凭雨点疯狂任凭雨点疯狂，，再疯狂再疯狂

仿佛雨点锣鼓般敲打着我的心房仿佛雨点锣鼓般敲打着我的心房
此时此刻此时此刻，，只感觉只感觉

心里一丝丝疼痛心里一丝丝疼痛，，脸上爬满无奈脸上爬满无奈
看着雨点久久地发呆看着雨点久久地发呆
小草一波波地疯长小草一波波地疯长

大地满是忧伤大地满是忧伤

看似不经意的绽放看似不经意的绽放
其实是特意绕过了春天的妖娆其实是特意绕过了春天的妖娆

以一身清颜素面以一身清颜素面
安静地盛开在江南的雨季里安静地盛开在江南的雨季里

每一个洁白的花瓣每一个洁白的花瓣
就是一页情窦初开的信笺就是一页情窦初开的信笺

涂满欢与愁的字节涂满欢与愁的字节
在悠长的雨巷里传阅在悠长的雨巷里传阅

很轻很轻很轻很轻
却硌痛了巷子的每一处神经却硌痛了巷子的每一处神经

浮动的暗香浮动的暗香
早已晃疼我青春的记忆早已晃疼我青春的记忆

时光溯源而游时光溯源而游
十八岁那年隐痛的相思十八岁那年隐痛的相思

躲在一扇门后躲在一扇门后
悄然开启又怅然阖拢悄然开启又怅然阖拢

我多想伸出我的臂膀我多想伸出我的臂膀
揽一缕清香在怀里揽一缕清香在怀里

来纪念那个来纪念那个
青葱的不曾言语的初夏青葱的不曾言语的初夏

栀子花开栀子花开
黄健

学生聚会
6月18日，我们十多个任教老师应86届学生之

邀，参加了他们别离30年的庆典聚会。那天下午四
时，50多位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回家乡，相聚金港农
庄。30年过去了，大家仍是那么熟悉、那么友善、那
么快乐。只是人世沧桑刻在脸上，当年身强力壮、
讲台执鞭的老师们现已花甲岁月，头染白霜；当年
单纯、活泼、天真的学生们现已过了不惑之年，都
成熟、成家了。此刻相聚，大家多兴奋，亲切地握
握手、拍拍肩、抱一抱，欢声笑语溢满农庄。大家
不叫官职，直呼其名，甚至戏提绰号，还是学童时的模
样，还是那时的脾气。

宴前，老师代表、学生代表上台发言，他们的发言
把大家带进了浓浓的同学情缘中。当年在学校里，大
家互帮互学，在书山里攀登，在学海里遨游。逆境中，
同学是一把火，燃烧你的激情，教你屡败屡战，永不放
弃；顺境里，同学是一块冰，劝你头脑别发热，宠辱不
惊；风雨中，同学是相携相扶的臂膀，给你遮风挡雨；

●
东疆掠影 陆建兴

阳光里，同学是蓝天飘荡的白云，给你雨后的彩虹。教
室里的读书声、操场上的呐喊声、食堂里的喧闹声，
寝室里的私语声，历历在目。今相聚，虽一次握
手，一阵感叹，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彼此间没
有高低贵贱、没有虚伪做作，有的只是心灵共鸣的
感动。时间可以更改同学的容颜，却无法改变同学
之间的纯真友情，那浓浓的友情如同汩汩暖流在大
家的心间流淌。

开宴啰！你把盏，我敬酒，他（她）夹菜，大
家齐欢颜。

“老师，当年你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教我们知
识，教我们做人，使我们今天做社会有用的人，我
敬你一杯酒。”那是当年爱笑的老班长张忠美。她学
习成绩优秀，升入高等学校深造，毕业后在金融界
勤勉工作，追逐梦想，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上
了南通市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但敬酒时还是
学生时模样，笑容堆满脸颊。“陆老师，当年我很顽
皮，惹你不少麻烦，敬你一杯酒，表示道歉。”那是
当年在篮球场上活跃的徐浩。徐浩学习时学习成绩
不算优秀，但守纪、懂礼貌，跨出校门打拼搏击，
30年来闯出了一爿天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具有一
定规模的企业。自己有了业绩，挑起了社会责任，
捐资为家乡公益事业、教育事业演绎动人故事；心
怀一个“爱”字，反哺乡亲父老，连续11年在逢年
过节慰问80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重视家风建设，近
两年他家庭获南通市“最美家庭”、启东市“最美家庭”
荣誉称号。这样的学生就像当年投进篮球一样——

“中”。“老师，我敬你一杯。”“老师，我敬你一杯。”他们
是海安邮电银行行长项志宙，房地产生意佼佼者张春
兵，艰苦创业、商海弄潮，在无锡一展身手的陆军，培
育一代新人的园丁陶红美，白衣卫士陈春雷……一声
声老师、一杯杯酒，突然给我一种感觉：学生都长大
了。一声老师，是最亲切的呼唤；一声声老师，是最触
心的温暖，是最珍贵的情感。30年了，学生们依旧这
样，“老师，老师”叫个不停，只不过30年前叫“老师”
是敬畏的称呼，30年后叫“老师”，多了一份深挚的情
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爱听。

夜深了，宴也罢了，一曲《明天会更好》又给大家
带来激情，“让我们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是的，
师生情、同学情是一份真挚的情，一份难得的情。今天
相聚，是机会，是缘分，永远珍惜在心间。

我触景生情，即吟词一首，赞学生聚会。学生盛
邀，老师欣喜，金港聚会。想当年追梦，寒窗剪烛；夜阑
听雨，你我相陪。学海遨游，书山登攀，年少书生大作
为。登讲台，洒甘霖润泽，孺牛心扉。执鞭纵点横挥，舒
两袖，春风化雨飞。今不同作为，共同精彩。你我敬酒，
共享青梅。师生情长，桃李芳菲，笑醉人生能几回。夜
深矣，道难舍难别，戴月同归。

●
两代人间 李云

翻阅生活的日历，有很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流失，
而渐渐淡忘，但童年、少年时代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至
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娱乐生活十分单
调，村民们一年到头在那块土地上有着干不完的农
活。“喝酒解乏，看戏解闷”能够看上露天电影是一件
令人期待的事情。“请社员同志们注意，今天晚上小学
操场上放电影！”随着村里（那时称“大队”）的高音喇
叭一声喊，大家的心就像一潭静水投进了石头，立马
躁动起来。农活再紧的生产队也会提早收工。与此同
时，村里小学也提前放了学，孩子们乐得活蹦乱跳，那
高兴劲比大年初一早晨穿新衣裳还要快乐。一旦有热
门新片，有的人家还邀请外村的亲戚前来观看。当天
晚上，小村如同过节似的兴奋、热闹。

晚饭之后，村民们打着手电筒提着小矮凳，从四
面八方向村头小学的操场汇拢，有些老人还带把蒲
扇，那是用来拍打蚊子的。远远近近的乡间小路上都
是一群群唯恐来迟而匆匆赶路的行人，每一位的心里
都绽开着喜悦的期待。操场的前面已排满高高低低的
板凳，站满一群欢呼雀跃的孩子。天快擦黑，银幕还没
支起，有些孩子便迫不及待地回家搬来条凳抢座位，
为了防止自己的座位被调换或者被外人搬走，孩子们
宁可不吃晚饭，也要守着圈地。头脑活络的男孩，爬在
场角的砖堆上占据最佳制高点。几个胆大的一溜烟窜
上高树，骑在树杈上观看。也有小青年因争位置而纠
扭，一帮一帮打群架、耍威风。观众拥挤，站在后面的
得踮起脚跟朝前看，头颈酸不说，眼睛也难受，于是干
脆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看到的画面虽完整，但全成
了左手扔手榴弹或左手拿大砍刀。

放电影前，村干部往往抓住机会讲几句话，内容
大多是夏收夏种、夏粮征收等，尽管讲得慷慨激昂，却
压不住场内杂乱的喧闹声。后放幻灯，放映员将一块
块玻璃插进幻灯机，银幕上就出现那个年代特有的宣
传口号。放正片之前，少不了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毛
主席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我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虎头山上看大寨、农业科教
片等，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动画片《大闹天空》，那画面
实在太美了。腾云驾雾、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是孩子心
目中永远威风凛凛的美猴王。

最过瘾的是看战斗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
《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鉃道游击队》、《渡江侦
察记》、《上甘岭》、《英雄虎胆》等等，伴随《解放军进行
曲》，银幕上八一军徽的红五星闪闪发光，这是八一电
影制片厂的片头，看来是部打仗片，孩子们总兴奋得
叫起来。《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列宁在十月》
等是我们熟悉的外国战斗片。瓦西里那句著名台词：

“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成为我们
处于困境之时互相鼓励的一句口头语。由于看了多
遍，列宁的那段演说词，班里有二位同学竟模仿得维
妙维肖。

当年的老电影，反映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故事情
节，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感。董存瑞、杨子荣、朱
老忠、高传宝、阿庆嫂、潘冬子、张嘎子等闪光的银幕
形象，深深影响和感染了我们这一代人。《侦察兵》中
英俊潇洒的王心刚，《南征北战》中冯喆扮演的高营
长、《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孙道临扮演的李侠，是我当
年心目中的偶像。《英雄儿女》中王成说的“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说的：“同志
们，永别了！”使我充满了对英雄的敬仰，甚至很羡慕
英雄们能够这样地牺牲，幻想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样
的英雄。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
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这是人们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能看到的电影的一个顺口溜，
随着时代变迁，这一顺口溜成了不少人对儿时电影的
怀旧。一时间，“八个样板戏”逐渐远去。《海外赤子》、
《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小花》、《戴手铐的旅
客》、《等到满山红叶时》、《红牡丹》、《庐山恋》等一批
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生离死别和描写美好爱情的电
影走上了银幕。《庐山恋》中张瑜纯净的心灵，郭凯敏
多情的双眸，深深留在我脑海里，许多年后都挥映不
去。《甜蜜的事业》中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于淑珍的演唱质朴、天然，纯净，充满了蓬勃向上的
力量，至今听来仍觉亲切温暖，又将我带回到那个难
忘的岁月。

当年的电影放映员，工作较辛苦，白天要用拖车
拖着放映机、发电机、铺盖卷等转点，晚上一般要忙碌
到次日凌晨，但毕竟很新鲜、很技术、很受村民的欢
迎，所到之处，还会受到村干部们陪吃陪喝的热情招
待，所以也就很是令人羡慕。记得当年我上小学二年
级时，班主任是位漂亮的女师范生，父母都是乡干部。
那位女教师同镇上一位放电影的小伙子谈起了恋爱，
尽管那小伙子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弟兄
多，家境苦，那位女教师不顾父母反对，同那放电影的
小伙子结了婚。电影放映员是孩子们眼里最牛的人，
他那神奇的放映机里装满着孩子所不知道的许多神
奇的故事。电影放映前，常有孩子跟放映员套近乎，想
提前打听当晚影片的大致内容，而这时放映员通常是
含糊其词，没熟悉到一定程度，不会轻易透露，吊足等
待看电影的孩子们的胃口。

新片刚上映，有时一个晚上同一个片子要在两个
村轮流放映，称之为“跑片”。等片的当儿，安静的场地
沸腾起来，有乡邻老友大嗓门招呼的、有大姑娘小媳
妇窃窃私语的、有吃蚕豆嘎吧嘎吧响的、有打呵欠伸
懒腰的、有放屁被人诅咒的。嬉笑吵闹声、呼儿唤母
声、卖芦稷人吆喝声、搬凳子、挪椅子，全场一阵子的
闹嚷嚷。好动的孩子们，举起双手，伸长脑袋，在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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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着各种动作，于是银幕上出现了怪模怪样的投
影。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乘机在僻静处说着悄
悄话。那个年代，思想不解放，乡下人家对儿女管教很
严。露天电影对少男少女来说可谓是天赐良机，比较
时尚、思想开放的恋人，趁此机会拉拉手，甚至亲亲
嘴，在美丽夜色笼罩之下，曾发生过许多美丽的故事。

看露天电影气恼的是电影放到中途，发电机发生
故障。记得那次看《51号兵站》，刚看到“小老大”与兵
站其他同志化装成日本宪兵，准备将钢管提出之时，
发电机熄火了，放映员赶快去维修，孩子们都离开座
位围着放映员伸长脖子看修理发动机，只见放映员手
中拿着一根绳子，在发电机机头处绕几圈，用力一拉，
突……突……突！没几响又闷了声，接着再拉几次，突
突突！突突突！发电机终于正常运转了，孩子们大呼小
叫起来：修好喽！修好喽！边说边一窝蜂似得跑回自己
的座位。

露天电影担心的就是下雨。电影刚放一半，天空
飘起雨花，慢慢地雨越下越大，大风把银幕上的“英
雄”“鬼子”们吹得变了形，放映只得停下来。大家手忙
脚乱跑到屋檐下躲雨，躲了一阵，雨停了，电影又接着
放，这样停停放放，往往到晚上十一点之后才放完。当
银幕上出现“剧终”两字，人们意犹未尽地站起来收拾
凳子。看电影时热闹，散场后同样热闹。扶老携幼，喊
儿叫女，吹嘘打哨，满场人声鼎沸，满路人影绰绰，“过
把瘾”的村民有说有笑地沉浸在电影的余味之中。人
去场空，操场上散落许多小孩坐的砖块、大人丟的烟
头，还有果壳、瓜皮、尿渍等。

头天晚上的电影到第二天仍有余热，大姑娘小媳
妇们坐在一起纳鞋底，议论的话题仍是昨天晚上的电
影中某个片段。村里年轻人学唱着电影里的歌曲，记
得那时流行的有《牡丹之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传唱。有
些小孩的名字学着电影中英雄的名字来取，当年，堂
嫂生了一个男孩，生孩子的当晚队里正在放电影《平
原游击队》，影片中的游击队队长是英雄李向阳，堂哥
就把儿子起名叫“向阳”。

看露天电影，夏天好对付。至多蚊叮虫咬，伴随地
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的，是人们拍蚊子的巴掌声；
冬天就惨了，把能穿的全套上，还是流清鼻涕，伴随地
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的，全是跺脚的声音，要不就
冻僵了。对当年的影迷们来说，无论严寒酷暑都“越是
艰难越向前”除在本村看电影外，还去别的村，甚至别
的乡看电影。那年初冬，我跟着队里几个小影迷（如今
算得上电影“发烧友”）去十几里路外的少直乡看武侠
影片《少林寺》，回来时天下起了雨，黑灯瞎火迷失了
方向，转到半夜，才满脚泥泞、落汤鸡似地回到了家。
《少林寺》中武功高强的觉远和尚令孩子们迷恋神往。
“腿踢功”、“罗汉拳”在校园里红火了一阵子，几位同
学在打闹时，不时地亮出一手：马步下蹲，左拳收于腰
间，推出右拳的同时便发出“嗨哈”的喊声，一招一式
倒也学得有模有样。

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从露天电影到彩电，从彩电
到DVD，从DVD到影城，再到互联网，打开数字电
视，知晓天下大事，翻开频道，随心挑选喜欢的电视
剧。那种带有集体狂欢性质的凑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的
日子，再也不会重现。露天电影于我们这辈人来说，是
一种不可磨灭的灿烂影像，是一种难于忘怀的温馨往
事。露天电影带给我及我的小伙伴们的快乐和慰藉，
像一坛甘醇尘封的老酒，氲氤在我的记忆里醇香绵
长，久久挥之不去……

当大宝遭遇二宝
“妈妈，我觉得你不疼我弟弟！”大宝一脸严肃地

对我说。理由是他弟弟哭了，我居然没有第一时间
去抱，他甚至怀疑他上学期间我有没有虐待他弟
弟。仅仅是怀疑还不算，他还仔细检查了弟弟屁股，
确定没有被打过的痕迹。这个原因更搞笑了，因为二
宝哭闹得厉害的时候我曾经发狠说：“你再哭，我打烂
你的屁股！”

“儿子，你怎么这么心疼你弟弟啊。我告诉你，大
人之间吵架和训小孩说的话都不能当真呢。”我笑着
对大宝说。“妈妈，他可是我亲弟弟啊。”我笑喷了，

“我可是他的亲妈啊。”大宝还是很认真，“亲妈又怎
么了？你那么不喜欢我弟弟，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小女
孩吗？搞不好哪一天你把我弟弟带出去，换一个小女
孩回来，我告诉你，那可是犯法的，犯了《未成年人保
护法》。”

得了，还不到十一岁的大宝俨然成了小儿子的保
护伞，这小子患了严重的“爱弟弟综合征”，好像我这
亲妈比后妈还后。当然了，过几天才满百天的二宝，特
别喜欢他哥哥对他进行“嘚瑟”抱法，两个人猫衔老鼠
一般对着镜子耍酷，每每让老二手舞足蹈。当大宝遭
遇二宝，人家哥俩上演一幕幕手足情深的戏码，足以
让我这个亲妈变得多余。

手足情深的戏码经常上演，我更觉得九死一生之
后生了二宝是值得的。当别人在考虑多养育一个孩子
的辛苦，纠结于生或不生，我家二宝即将呱呱坠地。费
尽心思给老大做思想工作是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家大
宝常常忍不住要对人炫耀自己有个可爱的弟弟。

而且，当别人家的爸妈纠结于独生子女对于二孩
的抵触，我家大宝早几年就很有预见性地想要个弟弟
或者妹妹。大宝的心思缜密，前年还想要妹妹，去年又
改成了弟弟，当然了能是龙凤胎就更棒了。所以，二宝
降生，最开心的是大宝。他之前号称有“洁癖”，现在却
熟练地给二宝换尿布擦屁股。

当然了，有了二宝对大宝的生活还是有影响的，
尤其是最初那段手忙脚乱的时日。大宝曾经写过一篇
作文《让我失宠的“小坏蛋”》，表达他对二宝的“爱恨
交织”。如今一切步入正轨，大宝喜欢逗二宝，给二宝
念诗歌唱儿歌，还经常对二宝念叨“兄弟齐心其利断
金”，二宝则是在朋友来访抱着逗他的时候，扭过头去
对着大宝笑，嘴里还咿咿呀呀说着什么。

大宝说等二宝会说话了第一句话肯定是喊他“哥
哥”，我说“为什么呀？”大宝自信满满说，“因为这个家
里我最爱他了。”再看二宝，居然是目不转睛盯着大宝
笑。当大宝遭遇二宝，满满全是爱啊。

露天电影的回忆


